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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地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发展及改进策略研究1

高千惠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农村科技服务超市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一种新模式，将成果、技术、信息等科技要素整合到

科技超市平台，成为可看能及的商品。本研究围绕苏北地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建设情况展开讨论，分析农技超市

的发展现状及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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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自 2010 年正式启动农村科技服务超市，按照“总店一分店一便利店”的不同层次开展农技推广工作，截至 2013 年

底，全省农村科技服务超市通过组织新品种、新技术展示活动，及开展针对农民的咨询、培训活动，累计实现农技示范新成果

转化 1400余项，辐射带动农户 36万余户，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约 25.7亿元（来源：江苏省科技厅）。到 2017年 10月已审批完

成 400家左右的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分店、便利店的店面建设工作。

1、苏北地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农技服务超市的开展为推动产学研更好地对接，及助力农民增产、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特定历史及经济等诸多

方面的原因，苏北地区的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建设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1苏北地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数量与区域农业产值不匹配

从江苏省三大区域农业经济的主要指标观察，苏北地区 2015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达到 1869.8亿元，约占当年全省第-产业

生产总值的 53%；然而，苏北地区已建成的农技服务超市分店及便利店的数量分别占全省相应店面数量的 44%和 46%（来源：《江

苏统计年鉴》）。因此，无论是在“分店”还是“便利店”层面上，苏北地区的农技超市数量均没有达到全省的一半，这与其

为全省第一产业的贡献程度不相匹配。

从苏北地区五市的农业经济指标观察，盐城市 2015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1073.5 亿元，位于苏北地区各市农业总产值

的首位，约占苏北地区当年农业总产值的 29%。但是，盐城的农技服务超市分店及便利店分别占苏北地区同类型超市数量的 11%

及 19%，这与盐城为苏北地区贡献的农业产值极不匹配。

1.2苏北地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主营业务与区域农业发展不相称

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及农业服务业的各项产值观察，占苏北地区 2015年农业总产值比重由高到低分别是种植业

（54.4%）、畜牧业（24.8%）、渔业（14%）、农业服务业（4.3%）及林业（2.4%）。然而，苏北地区的农技服务超市以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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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营业务的分店数目最多，约占分店总数的 40%，其次才是以种植业为主营业务的分店，约占分店总体的 31%。

苏北区域内部的市县同样也存在农技超市主营业务与当地农业发展不相称的现象。徐州市的农业产值主要依靠种植业及畜

牧业创造，201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超过 976亿元，其中种植业贡献约 609亿元，畜牧业产值约是 284亿元；对比徐州市农技服

务超市的设置情况，以畜牧业为主营业务的农技超市分店数目最多，而以种植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分店较少。

1.3苏北地区缺乏综合性的农村科技服务超市

按照江苏省规划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分层思路“总店一分店一便利店”，总店设在南京，负责全面性的农技成果统筹、示

范及推广等工作；便利店是距离农户最近的眼务超市，为打通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而设置，其规模通常比较精简、业务

相对单一；中间层面的分店起到承上启下的转承作用，规模较大、获得的建设资金较多，具备一定条件将其发展成综合性的农

技服务超市。然而，为数不多的分店开展了服务种植业、养殖业及水产业的综合性店面。因此，总体来看，苏北地区比较缺乏

综合性导向的农技服务超市。

1.4苏北地区的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有待加强

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数据，苏北地区 20M 年共计申请专利授权量达到 3.6 万余件，仅占全省专利授权总

量的 14%。由于江苏省农业专利等知识产权申请和授权数据的缺失，为了研究需要，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分行

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及专利情况”报告的数据，计算出我国 2015年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中约有 5.3%来自农业知识产权。在此基

础上，估测苏北地区当年的农业专利授权量在 1900件左右。

对比估测的苏北地区五市 2015 年农业有效发明专利情况，淮安市以将近 500 件专利居首，徐州市和盐城市均超过了 400

件，而连云港市和宿迁市相对落后，有 270 余件。由此可见，苏北五市之间的农业发明专利有明显差别，农业知识产权创造力

亟待加强。

2、苏北地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改进策略

2.1增设苏北地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数量，与其农业产值相匹配

依据苏北地区农业产值为全省农业产能创造的贡献度，及区域现有农技超市的数目，建议苏北地区增加农技服务超市分店

及便利店的数量，使之与其在江苏省的农业产值地位相匹配。根据苏北五市各自的农业产值比较，及各地区现有的农技超市数

量，建议盐城市、宿迁市增加农技服务超市分店及便利店的设置；徐州市增加农技便利店的设置。

2.2协调苏北地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业务范畴，与区域特色农业发展相称

从农业产出值的角度衡量，苏北地区以种植业为主产，其次是畜牧业，但由于种植业的利润空间相对畜牧产业链条屮的附

加值较低，依托于涉农企业而建的农技超市分店更多地吸引畜牧企业的投资，因此造成了苏北地区农技超市分店大多以服务畜

禽农户为主营业务的现状。为此，建议苏北地区调整农技超市分店的业务布局，实现以服务“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整

体格局。

2.3鼓励设置综合性的农村科技服务超市

随着当今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多种农业类型经营模式已经成为农户增加效益的路径之一，例如种养殖业相结合，拓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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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渠道。因此，有必要将部分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分店设置成综合性的服务店面，拓宽其经营业务范畴。建议苏北地区各市在有

增设分店指标的氛围内增加综合性农技服务超市，如果没有增设指标可以考虑将原有某类密集型农技超市转型成综合性服务超

市。例如，徐州市的农技超市分店大多集中在畜牧业领域，当地政府可以引导部分超市增加农技服务的范畴，增设对种植业农

户的服务，促进部分农技超市向综合性转型。

2.4加大力度提升苏北地区农业知识产权创造

建议江苏省强化农业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向苏北地区的倾斜力度及政策引导，推动农业专利创造实现“质”与“量”的双重

跃升。加大资金资助苏北涉农领域的发明专利，也可以鼓励通过 PCT 途径向外国（地区）申请并获得专利权。知识产权局积极

利用“互联网+专利”新业务，简化工作流程，拓展服务渠道，有效提高专利申请受理效率。

3、结 语

《“十三五”农业科技发展规划》中建议“推进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农民合作组织、涉农企

业等多元推广主体的‘一主多元’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因此，建议增强农业科研单位、农业协作组织及涉农企业的创新主体

地位，发挥知识产权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的双重作用，有力支撑苏北地区农业知识产权创造力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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